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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GPS和GPS后时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基于GPS类卫星导航系统的发展和新导航技术的出现，本
书率先提出和探讨了后GPS和GPs后时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向何处去的发问。
内容涉及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的融合技术；空间卫星导航通信与地面移动通信、局域传感网的合作和
增强技术；多频多星多模卫星通信导航系统的兼用和互用技术；室内和室外的无缝导航技术，以及人
向通信定位和双向通信定位新导航体制等。
　　《后GPS和GPS后时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可供从事和关注导航和通信的本科生、研究生、科技工
作者在开展导航和通信技术学习、研究、开发和应用时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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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后GPS和GPS后时代的卫星导航系统》我们老、中、青三代人，通过这些有益的探索和讨论，
加上平时工作的积累，丰富了我们对卫星导航的认识，萌发了一些对卫星导航的想象。
为了让已有的想法和知识能有益于卫星导航和卫星通信融合技术的发展和繁荣，2008年，我们有了把
相关内容整理成书的想法，希望借此能与更多的同仁进行广泛的交流，共同开展导航定位融合课题的
探索。
时至今日，经过三年的努力，当我和景贵飞博士、崔君霞博士共同完成本部专著时，我们由衷地高兴
，因为在本书中讲述了我们三人对后GPs时代和GPs后时代卫星导航的某些想法。
虽然这些想法还停留在理念阶段或处于初步试验期间，但我们希望通过与大家的交流和讨论，能对卫
星导航和卫星通信融合的发展，以及对微小型卫星通信终端的应用起到一些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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